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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智能控温、控湿的银耳菇棚内，福建
省宁德市古田县中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黄忠生拨开一朵朵雪白的耳花，确认银耳菇的生
长状况。

当下正值银耳生长季节，七八层高的菌菇架
上，摆满了整齐排列的菌棒。古田县是我国袋装
银耳的发源地和主产区，全县农业人口中70%的
家庭从事食用菌产供销活动，全县农业总产值的
70%来自食用菌产业，农民现金收入的 70%来自
食用菌产业。

加入电商生态链

2021 年，黄忠生与几个合伙人一起成立了
古田县中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开始试水抖音
电商，为的是解决以往商超、农贸市场、深加工
工厂等销售渠道账期过长的痛点。“账期最短 3
个月，最长 1 年，拉得太长了，农民不可能有那
么多资金去支撑这个账期的。”黄忠生说，“在
抖音，只要没有发错货或者其他品控售后问
题，发出后 14 天左右就能收到货款，大大缩短
了回款时间。”

“线上销售已经两年了，在抖音电商销售的
体量已经和传统渠道持平了。”黄忠生透露，今年
1-6 月，仅在抖音电商一个平台，公司就售出了
60万单的银耳产品。

中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入驻抖音电商至
今，主要是和达人合作。通过平台，中菌和
大量电商达人建立了联系，“因为我们履约
能力强、品控好，和‘东方甄选’‘交个朋友’
这些主播都合作过。”黄忠生表示，“这其实
是好的电商生态链，抖音尽好平台的责任，
我们商家尽好供货品控履约的责任，达人提
供带货履约的能力，相当于铁三角。所以我

们非常喜欢这种模式。”

为农产品“加分”

古田本地并不只有菌菇种植，还有闻名全
国的食用菌“县域工厂化”生产模式。黄忠生
介绍，古田本地生产的银耳从拌料、下料、培
养基到高温消毒杀菌、种母菌、培养种植，再
到采摘、烘干、包装销售，每一个环节都是工
厂化的模式，“我们所有的菌棒培养基都是由
培养基工厂进行生产，统一配料后，由工厂配
到种植户手上。每个种植户利用专业知识进
行栽培，栽培完统一收到烘干厂烘干后，再统
一仓储、销售。”

从种植到加工，整个产业都在古田县本地完
成，参与的也大都是本地村民，还吸引了不少青
年返乡创业。

在黄忠生看来，抖音电商还让更多古田食
用菌产品走向了全国。“过去，大家都觉得银耳
只能用来做银耳羹，通过抖音兴趣电商，我们
可以用直播和短视频的方式科普更多银耳的做
法，可以拿来凉拌、涮火锅，还可以用来炒蛋等
等，有各种做法。”

“抖音电商可以为古田农产品带来‘增值加
分’。”黄忠生感叹，“随着越来越多用户通过抖音
接触到新鲜银耳，我相信大家愿意为高品质的菌
菇买单。”

靠着一朵小菌菇，古田县的农民群众不断增
收致富。公开数据显示，古田县 279 个村中有
235个是食用菌专业村，相关从业人员达30多万
人。随着食用菌产业的蓬勃发展，2022 年古田
全县存款总数达239.32亿元，个人储蓄存款总数
达 195.31 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4357元。

触达消费感知需求

紧挨着古田县的屏南县，同样也是国内有名
的菌菇产地。作为屏南本地的菌菇企业，鲜珥
家（福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丽斌说，
随着抖音电商等新渠道拓宽销路、屏南本地交通
便利性不断提高，本地菌菇产业从原本零散、小
规模、自发的生产状态逐步发展为集中的产业，
以农业合作社或企业的方式规模化发展。

张丽斌认为，通过抖音电商，能够更好抓住用
户需求，有助于开发新品。2020年，鲜珥家入驻抖
音电商，大众消费习惯逐步开始更注重健康养生类
消费，鲜珥家在抖音电商上架了菌菇汤包，一个汤
包内包含6-7种菌菇品类，刚上架就在抖音热销。

通过把握消费者需求，继推出鲜炖银耳
后，鲜珥家又陆续上新推出了本草银耳、冻干
银耳，不断细分充实银耳品类，均在抖音电商
斩获佳绩，去年“双十一”一天本草银耳线上
销量就突破 10 万单。鲜炖银耳开盖即食，冻
干银耳实力锁鲜，帮消费者节省几小时的泡发
时间，买回去后就是配好的材料，随时随地都
有机会享用营养鲜美的银耳羹。

通过全域兴趣电商，张丽斌接触到了许多
原本没有食用菌菇习惯的消费者，而鲜炖银
耳、本草银耳这类便利度较高的产品，让原来
没有烹饪过菌类产品的消费者更能接受。“通
过抖音电商，北方的消费者越来越熟悉我们。
去年冬天，鲜炖银耳在北方的销量比南方多了
三分之一。”张丽斌说，“因为北方有暖气，比较
干燥，更需要吃这个。”

此外，因为有消费者在直播间反馈需要无糖
产品，鲜珥家还开发了“0 蔗糖”的鲜炖银耳，满
足了部分细分消费者的需求。

为小菌菇匹配大市场

深入产业带
乡村特色农产品如何通过电商走出去？

近日，抖音电商“山货上头条”助农项目在福建
福州举办助力食用菌产业发展发布会。该项
目将在乡村商家培育、产销对接提效、消费认
知打造等方面深度发力，进一步推动农产品产
业带提质增效。

食用菌产业有何痛点？农业农村部农村
经济研究中心二级研究员张照新、中国社会科
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产品贸易与政策研究
室主任胡冰川、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
学院教授陈卫平等对产业进行剖析。

分析认为，种植户局限在种植前端，产品
经中间环节层层转卖后，以较高价格给到消费
者，菇农和合作社收益却被压低，溢价大多产
生在中间流通环节。低买高卖，合作社等种植
前端难以掌握市场主动权。缺乏更直观、高效
的推广渠道，一些大众不熟知的食用菌种类，
市场认知度低，难以被更多消费者和客户看
见，本地农企难以拓展更大市场。

如何破局？此前，抖音电商借助全域兴趣
电商模式，从多个层面助力该产业带发展：

通过短视频、直播、商城、搜索等全域兴趣
电商模式，更全面地链接食用菌消费市场供需
两端。“山货上头条”通过线上专区、货品补贴、
达播合作溯源等方式，不断增强食用菌产业里
的细分商品的活跃度，让更多消费者看见、
了解。

鼓励电商优质内容创作，对优质内容给予
流量倾斜。新农人通过全域兴趣电商介绍福
建菌汤文化以及各种菌菇的类别，助力成功打
造了菌汤包这类新产品，贴合现代年轻消费者
快速便捷的生活习惯。像汤包里的虫草花、鹿
茸菇、姬松茸，这种市场需求量相对比较小的
菌菇品种，都有了更加稳定的收购渠道。而像
羊肚菌等，已经完全供不应求，闽东地区甚至
还要收购别的地方农民种植的菌菇。

对古田银耳等初级农产品，不断拓展市场
认知，提高复购率。目前，福建宁德部分商家
的主推产品复购率近50%。

产地商家直面消费者，有了直接的渠道感
受市场需求变化，产销对接实时。面对更多的
不同细分受众，宁德食用菌商家后期增加了深
加工产品的生产线，发展了更多不同类型的产
品，比如将古田银耳拓展到本草银耳、鲜炖银
耳等细分深加工商品。食用菌产业产品慢慢
扩大，产品线不断迭代。

展现原产地风貌，推广福建特色菌业文化
和煲汤文化，增加了当地食用菌产业品牌传播
和农产品背后的附加值，让更多消费者愿意购
买产地高品质农货。

助力新农人打造乡土品牌 IP，将大众对于
农人及乡土故事的“关注度”逐步关联到乡土
产品上，将更多食用菌特产容纳到品牌背后，
提高对闽东、福建甚至全国菌菇产地产品的收
购能力。

助力偏供应链型商家对接到抖音电商里
的更多优质电商直播间和创作者，协力带货推
广优质食用菌产品。

不断激活食用菌消费市场，为食用菌产业
持续稳定销量、提高产能，进而助力产业带链
条不断迭代完善。

今年 1-6月，随着“山货上头条”等专项资
源的投入，抖音电商里食用菌类目获得了销售
增长，整体 GMV（商品交易总额）同比增幅达
122%。其中，福建优质菌菇雪耳借电商“出
山”，该省食用菌商品销量同比增长 178%，商
品款数同比增长 117%。与此同时，福建销售
食用菌的农货商家数量同比增长 91%。菌汤
包、本草银耳、羊肚菌、即食银耳羹和竹荪等食
用菌细分商品走上更多城市消费者餐桌。

扶助农产品产业带发展是一项长期工
程。面对食用菌产品市场认知待提升、消费活
力需进一步激活等问题，抖音电商正式推出了
五大助力举措：

依托“山货上头条”项目，落地乡村商家达
人招商培训，提供对接运营指导。

助力完善县乡村物流体系，引入优质快递
企业和云仓合作。

结合电商大促、丰收节促销等专项活动拓
宽销售渠道。

帮助新农人和农货商家打造优质电商内
容，提升不同种类的食用菌商品市场认知度。

加强品销合一，协助区域农产品品牌传播
及相关渠道建设。

数商兴农，让产地与消费者双向而行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二级研究员张照
新：优化农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间的信息交互方式

农产品产业带是农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链供应
链现代化水平，提升农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内在要求，
也是发挥特色产业集群集聚效应，拓展产业发展空间，
带动农民增收，促进地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

农产品电商，尤其是以抖音电商为代表的全域兴
趣电商发展，不仅是推动特色农产品规模化扩张、推动
特色产品结构优化的新举措，更是培育特色产品品牌，
拓展产品价值增值空间，加速产业带形成的新动力。

全域兴趣电商实际上通过改变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
的信息交互方式，为农产品产业带转型升级找到了新的
动力。短视频、直播实际上是多维度的信息交流，改变了
过去产品标识、质量标准单一的农产品质量展示方式，这
种互动式的交流为产业进一步增长提供了新手段。产业
发展的动力由过去单纯的消费拉动变成了消费拉动和供
给引领相结合的阶段，给农产品转型升级带来了新动力。

全域兴趣电商实际上为小农户进入现代产业体系创
造了新的可行路径。农户和消费者的交互是多纬度的，
全域兴趣电商的模式可以把人文、历史、生态等因素通
过短视频、直播的模式和产品共同展现。同时，农户绕
开了众多的中间环节，能够直接面对消费者，在互动过
程中农户也可以更好地了解消费者需求，按需生产。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产品贸易与政
策研究室主任胡冰川：全域兴趣电商正在催生新的农
业生产力量

在现代工业大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的运输依靠
铁路，所以我们讲各种各样的“带”。产业带的整个经
济布局是服从自然地理和生产力的天然条件来进行布
局。但是当我们有新的技术作为新的生产力的时候，
就会形成基于新技术的新产业集群。

在全域兴趣电商的逻辑下，产业带的概念出现了
延展。像杨美丽和星罗棋布的整个网络世界里面各种
各样的主体，也能凝聚成一种新的生产力，这就是场
域。这种场域是超越了过去生产力的条件，构建出来
的一种价值体系，不再是自然地理，而是一种以经济价
值和市场以及更广域的兴趣联合在一起的群体。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陈卫平：
全域兴趣电商展现农产品的本土风味价值

在全域兴趣电商模式中，农业企业可通过两种形
式的地方镶嵌——产业资源镶嵌、产业主体镶嵌，来提
高产业声量、提升产业发展质量以及促进产业包容性
发展，进而助力乡村特色产业内生发展。

产业资源镶嵌是对产业环境中的资源深入了解和
充分利用，包括人文风情、文化特色、地理环境、产业特
色、景观资源等，挖掘产业的亮点和潜在价值，通过全
域兴趣电商的兴趣推荐机制，提高产业声量。

以福建菌菇汤包为例，在全域兴趣电商的模式下，
“餐盘上的福建风味”就能够展现本土的风味价值和家
乡的情感价值。因为农产品非常强调它的风土价值，离
开了这个地域生产的，它的味道口味完全不一样。

短视频、直播的内容呈现形式，能够把这些风味的
文化价值呈现出来，包括种植、采摘、晾晒、加工、储存
的全过程和传统工艺等等，这也能够激发人的好奇
心。总之，这些方式呈现价值的多元化，突破了单一

“吃”的属性，突出福建本地风味的独特元素，激发人的
购买欲望，凸显出产业的特色。

产业主体镶嵌是与产业各主体间关系的紧密合作，
包括消费者、小农户、生产者、供应商、服务商等产业主
体，通过价值共创机制，促进产业整合和发展质量升级。

“电商平台里菌菇汤包卖得很好，我想这肯定是新
农人主播在和粉丝互动的时候，激发了她的一些灵感，
也就是用户的需求驱动了产品的创新。再比如说，宁
德的一些新农人主播打造了全新的供应链，在全国菌
菇的产地建立了云仓，建立起与直播产业相匹配的柔
性供应链，同时还降低了交易成本。通过产业主体的
互动和镶嵌，实现产业各主体间隐性知识的分享和价
值的共创，从而能够实现农户增收、供应链成长、粉丝
满意多方共赢的效果。”陈卫平说。

福建古田县中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忠生在菇棚中采摘下成熟的银耳。 杨晨芬通过直播带货，把福建宁德食用菌卖向全国。

杨晨芬的性格就跟她的抖音昵称@杨美
丽一样，简单直接又奔放。在交谈中，杨美丽
总是时不时爆发出爽朗的笑声。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名字很土，但很好
记？”杨美丽说，自己作为一名农村主播，主打
的就是乡土气息。同时，这个名字还有另外一
层寓意，“就是我的家乡很美丽，家乡的农产
品很美丽，价格也很美丽。”

杨美丽是个勤奋的农村主播，从 2019 年
底到现在，她在抖音平台创作了近 2700 条短
视频，吸引了超过 112 万粉丝。与此同时，她
的以羊肚菌为主的菌菇产品，卖出超过 100
万单。

杨美丽的家乡福建宁德是有名的食用菌
之乡，当地独特的地理和气候环境，为食用菌
提供了生长所需的最佳条件，常见的有经济价
值且可食用的菌类，就有猴头菇、羊肚菌、茶
树菇等十几个品种。

杨美丽家祖上三代都是种菇人，她从小到
大的生活都没有离开过菌菇，这使得杨美丽练
就一双火眼金睛，不管是什么品种的菌菇，她
打眼一看，就知道是怎么种的、怎么烤的、品
质怎么样。

然而，一直以来，屏南菇农都延续着传统
的销售模式，农民种出菇后卖给收购商。“这
种 中 间 商 赚 差 价 的 销 售 模 式 ，弊 端 显 而 易
见。”杨美丽说，“收购商会压价，菇农有时候
卖得早了，后面又涨价；卖晚了，又担心会跌
价，不管怎样都赚不到多少钱。”

为了寻求突破，杨美丽想到了在抖音电商
直播带货。第一次做直播那天，一天就卖了 5

万元。“乡亲们都来问，‘你卖完了没有，能不
能卖我家的’？”杨美丽真切地感受到了成就
感，“因为能尽自己的能力帮到乡亲们。”

这是杨美丽做农产品电商的开端，也是她
短视频创作和直播带货的真正起点。

与许多农村电商达人一样，杨美丽迈入这
个领域多少有些误打误撞，但偶然中也有必然
因素。当时，抖音电商已经开始发力农产品助
销，并推出“山货上头条”助农专项。在平台
助力下，许多像杨美丽一样的农村主播，通过
全域兴趣电商销售家乡优质农产品，改变自身
命运的同时，也改变了家乡面貌。

今年，“山货上头条”助农项目走进福建，
在抖音电商开设了“风味福建”线上专区，链
接优质农特产与全国消费者，助力当地的食用
菌、大黄鱼、福鼎肉片、龙岩地瓜干、永泰山茶
油等农特产出村进城，帮助地方新农人和农货
商家实现销量增长与品牌推广。

在福建，有很多当地土生土长的新农人，
逐渐转型电商带货，在不断成长中，一边扎根
田间地头，一边通过电商帮助家乡的农特产
品被更多人熟知。杨美丽就是这样的一位新
农人。

直播 3 年来，仅在“杨美丽的菇生鲜旗舰
店”一个店铺，杨美丽就已经卖出了 45.2 万单
菌菇产品。“加上别的店铺，销量早就超过 100
万单了。”杨美丽说。而在杨美丽销售的产品
中，羊肚菌占了大部分。可能连她自己都没想
到，价格最高的羊肚菌会成为最大单品，最贵
的卖到每斤上千元。

羊肚菌为什么这么贵？这是杨美丽需要

不断重复回答的问题。“主要是物以稀为贵，
羊肚菌种植难度高，它怕冷怕热也怕冻怕风，
产量不高，但营养价值很高。”杨美丽说。羊
肚菌采回来还要烘干处理，9 斤鲜菇才能出 1
斤干菇。

如此大的销量，光靠自己的专业合作社自
然无法满足供应，当地数量庞大的菇农和种植
合作社就成了杨美丽的供货商。比起卖给传
统的收购商，杨美丽给菇农的价格要高出不
少。“比如残疾人和家庭困难的菇农，我们的
收购价要贵出一两块钱，反正我们少赚一两块
也没关系。”杨美丽说，“不过，高价收购的前
提是保证品质。时间久了，菇农也都了解我的
脾气。”

菌菇收回来，就到了杨美丽和团队成员上
阵的时候。现在，团队里光是主播就有 12 名，
再加上拍摄、剪辑、运营、品控等等，公司员工
已经增长到近 60 人。但包括杨美丽本人和其
他团队成员，没有一个是专业的，全靠一路摸
索过来。他们没有专门的直播间，灶台、餐桌
和田间地头就是直播间；团队成员的构成也是
五花八门，做直播的堂妹、表妹，负责发货的
表姐，负责客服的弟媳……另外还有几十个负
责打包的阿姨。

“有人说我一个农村妇女把家乡的菌菇卖
得这么好，肯定有团队，他们就是我身后强大
的团队。”杨美丽说，自己没有颜值没有才艺，
但有原产地。

现在，杨美丽把 12名主播分成 3班，每天轮
流直播，每组直播三四个小时。“为的就是让消费
者买到‘一手’原产地产品。”杨美丽说。

把原产地搬上直播间

麦燕 文/图

古田银耳从种植到加工，整个产业都在古
田县本地完成，参与的也大都是本地村民。图
为古田银耳加工现场。


